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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师论法学教育 

    中山大学黄建武教授发言概要 

    中山大学黄建武教授对"如何定位法学教育"问题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，从法学教学定位的两个方面，

博雅教育和职业教育。我提出"精英教育"，法学教育首先是一种职业教育，相对于其它社会学科，有着强

烈的专业特点。法律专业出来的主要从事法官、检察官及律师的职业。社会对这些职业的要求非常高，期

望也很高。从事这些事业的人不但需要有很好的专业水平，而且必须具备社会责任、良好的教育、有很好

的文化修养。黄教授认为，我国目前大众化教育的背景，教育产业化，教育规模化，从而使法学教育被认

为是一种大众教育。而美国有着很好的精英文化背景，把法律放在一个很神圣的地位，并体现一种精英教

育。最后，他建议在教育方向应该注重学生的精英意识的培养，"精英教育"的关键是建立"精英"意识。并

且注重两个方面的培养，一个是人文教育，一个是专业教育。 

    -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发言概要 

    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参加过不少的教育会议，但作为本次论坛支持人，他认为这次汕头大

学举办的"中国法学教育论坛"确实有其特点。他说，一般会议都主要在讨论过去的经验，而这次会议讨论

的"中国法学教育未来十年的发展"，很少有会议把眼光放到未来，前瞻性地讨论未来的发展。本次会议很

有地方特色，"南中国大学的远见"，但又有来自北京、香港以及美国的专家学者参加。会议主题明确，但

内容广泛。 

    清华法学院在办学过程中：1、工作重点放在教学上 2、注重实践教学 3、努力走进国际社会，在教

好国内法律的同时，也开设普通法。 

    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科恩教授发言。 

    科恩教授是汕头大学法学院国际顾问，此次专程从美国回到汕大参加研讨会。他认为，法律教育不仅

对中国很重要，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，中国的法律教育对外国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。 

    科恩教授讲到自己1972年到北大法学院的时候，看到整个学院都没有人，因为时值文化大革命，所有

的老师都下放到农村了，1973年再次到那，工作人员介绍了2、3个法学院的老师，他发现这些老师和美国

的老师有2个不同点，就是身体好和不愿讲话，而1979年以后，中国的法学教育进步很快，变化很大，很

有意义。但是又面临着一个所有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人应该注重的问题，就是法学教学问题。科恩教授认

为法律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，如果学生觉得上课没意思，那法学院的老师就是失败的。 

    对此，科恩教授提出几点建议：老师在课堂上不要给学生讲课。跟据我的经验，应该请学生在上课之

前自己看材料，因为学习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书。也可以在上课之前给出一些问题，让学生思考，在课堂

上进行讨论。1、老师在课堂上不要给学生讲课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应该请学生在上课之前自己看材料，因

为学习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书。也可以在上课之前给出一些问题，让学生思考，在课堂上进行讨论。让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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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系统的分析问题，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，这是法学院最重要的任务。用什么方法来激发学生的积极

性？不只是记录老师说的话。所谓的问题的方法。比如刑事诉讼法，让学生讨论。关于法院、检察院的问

题。2、从被动到主动的学习。要提高学生的积极性，让每一个学生独立的分析问题。3、角色扮演。请学

生考虑问题的时候，扮演案例中的不同角色，了解不同行业人的想法，观念。4、模拟的方法。上课的时

候，如合同法，可以组织学生起草合同条款，进行谈判或模拟仲裁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学生比较喜欢这种方

法。5、分析法律文件的方法，如刑事诉讼法中的原告的、被告的、法官的，都可以由学生来学习起草。

6、参观访问的方法。可以让学生对一些法律事业单位如派出所、公安局、检察院等参观访问。7、文化交

流的方法。各院校之间建立合作关系，让学生可以搬到另外的学校学习自己感兴趣但是本校又无条件满足

的东西，或者是让学生去其他国家，接受其他国家的法律经验。 

    最后，科恩教授说，如果汕头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和其他学院的教授合作，有很大的优势。纽约大学、

耶鲁大学允许三年级的学生去其他学校学习。他希望汕头大学可以加强和其他大学的交流。 

    广州大学邓成明教授发言概要 

    广州大学邓成明教授主要讲关于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问题。他说，社会上对法学教育有肯定，有否

定。特别是这几年高校扩招以后，教学质量在整体质量上有下降的趋势。但从整体上看，法学教育应该是

进步的。他人为，法学教育还存在问题，比如说重规模，轻质量问题。关于学制的问题，他认为目前四年

制培养出的人是不适合我们的多层次多规格的需要的。有一个就是管得太死，连课程都规定好，自从高等

教育法颁布后，说是指导，实际上是指令，根据它的要求，高校没有自主权，根本没法安排教学。对法学

教育未来的定位，他认为应该是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向结合的，也就是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相结合。法学

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，也要适合现实。最后，他提出几个建议：1、要争得法学教育的主动权；2、建

立合理的评估体系；3、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；4、加强实践教学；5、注重教学；6、要注重人文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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